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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进精准扶贫精准脱贫，攻克深度贫困堡垒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

国务院把贫困人口脱贫作为全面

建成小康社会的底线任务和标志

性指标，在全国范围全面打响了

脱贫攻坚战，脱贫攻坚力度之

大、规模之广、影响之深，前所

未有。“十三五”时期是全面建

成小康社会的决胜阶段，扶贫开

发工作进入攻坚克难、攻坚拔寨

的冲刺期。今年 6 月 23 日，习

近平总书记在山西太原市主持召

开聚焦深度贫困地区脱贫攻坚座

谈会，明确提出 8 项要求，再次

向全党全国布署打赢脱贫攻坚战

的战略任务。深入学习领会习近

平同志扶贫开发思想，坚持精准

发力，坚决打赢脱贫攻坚战，分

析我区精准扶贫、精准脱贫工作

中主要困难和问题，探讨攻克深

度贫困堡垒的新举措，才能更好

地推进贫困地区贫困人口如期脱

贫，与全国一道实现全面小康。

一、内蒙古自治区贫困

现状

（一）贫困人口数量

2011 年我区和全国同步调

整贫困线标准，国家贫困标准

由 1274 元调整为 2300 元，自治

区贫困标准由农区 1560 元、牧

区 1800 元 分 别 调 整 为 2600 元

和 3100 元。在此标准线下我区

贫 困 人 口 266 万 人， 贫 困 发 生

率 20.34%。“ 十 二 五 ” 期 间，

贫 困 人 口 由 266 万 减 至 80.2 万

人，贫困发生率降至 5.85%。截

至 2016 年底我区仍有建档立卡

贫困人口 55844 人、249838 户，

贫 困 发 生 率 4.19%， 低 于 全 国

0.31 个百分点。

（二）贫困人口分布

贫困人口主要分布在全区

12 个盟市，75 个旗县（区）。其

中国家贫困县 46.2 万人，占全

区贫困人口比例 83.05% ；自治

区贫困旗县 7.29 万人，占全区

贫困人口比例 14.2% ；非贫困旗

县贫困人口 1.5 万人，占全区贫

困人口比例 2.7%。贫困人口主

要集中在赤峰市、乌兰察布市、

通辽市、兴安盟，这 4 个盟市贫

困人口 47.4 万人，占全区贫困

人口比例 85.3%，贫困发生率均

高于自治区平均水平。其中兴安

盟贫困发生率高达 7.54%，高于

全区贫困发生率 3.35 个百分点，

乌兰察布市贫困发生率 5.52%，

赤峰市贫困发生率 5.23%，通辽

市贫困发生率 4.5%。

（三）贫困人口致贫原因

因病致贫 10.35 万户，占贫

困户比例 41.44%，是致贫的第

一因素。其次，因缺资金缺劳

力致贫 6.2 万户，占贫困户比例

25.06% ；因 学 因 灾 3 万 户， 占

贫困户比例 12.35%。另 因 缺 水

缺地缺技术、交通条件落后等

致 贫 2.8 万 户， 占 贫 困 户 比 例

11.12%。

二、“十二五”脱贫攻坚

主要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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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五”期间，我区以改

革创新为主题，以推进扶贫工作

为主线，以解决制约贫困地区发

展和贫困农民脱贫致富的突出

问题为目的，创新工作机制，

实施精准扶贫， 2015 年底贫困

人 口 由 266 万 人 减 少 到 80.2 万

人，贫困发生率由 20.34% 下降

到 5.85%。 贫 困 旗 县 生 产 总 值

由 3304.6 亿 元 增 加 至 5679.8 亿

元，地方财政收入由 204.6 亿元

增 加 至 305.2 亿 元 ；31 个 国 贫

旗县农牧民人均纯收入由 5204

元增加至 8201 元 ；贫困人口人

均纯收入由 1437 元增加到 3100

元。贫困地区自然村通水、电、

路、通讯比例分别达到 71.8%、

99.2%、88.4% 和 98.5%， 分 别

比 2010 年底提高 3.58、1.3、7.5

和 3.2 个百分点。

（一）建立财政扶贫投入稳

定增长机制

2011 年连续追加自治区本

级财政扶贫资金，实施“十大民

生工程”、“三到村三到户”、“省

级领导干部联系贫困旗县”、易

地扶贫搬迁等专项扶贫工程。各

级财政扶贫资金 2016 年已增加

到 100 亿元。

（二）实施盟市间对口支援

扶贫

2010 年自治区党委、政府

组织实施盟市间对口支援扶贫，

确定由西部经济发展较快的鄂尔

多斯市对口支援东部经济欠发达

的兴安盟。鄂尔多斯市政府援助

的资金超过了兴安盟当年财政收

入的几倍 ；企业援建项目总投资

达 300 亿元以上。

（三）对少数民族聚居区、

牧区、革命老区等特困地区采取

特殊扶持政策

解决少数民族聚居区、牧

区、革命老区等特殊类型地区的

贫困问题始终是扶贫开发的重点

和难点，我区先后组织实施的自

治区直属机关对兴安盟和鄂伦

春、鄂温克、达翰尔、俄罗斯等

人口较少民族聚居区定点帮扶工

作，连续安排专项资金支持革

命老区建设和发展。组织动员

2000 个企业对口帮扶 2000 个革

命老区、嘎查村等。

（四）大力推进转移式扶贫

全区各地探索把居住在生

产条件恶劣地区的贫困人口搬迁

到城镇周边或地理条件较好的地

区，同时大幅提高扶贫移民补助

标准。对迁入区集中建设、统一

管理，从住房、医疗保险、社会

保障、教育、文化、卫生等多个

方面改善搬迁群众的生产生活条

件，提高基本公共服务能力，并

通过建设产业园区、发展设施农

业，扶持二三产业等方式来实现

产业带动促进就业增收的做法，

收到了良好的经济效益、社会效

益和生态效益。

（五）因地制宜分类扶持

因人因地因贫困类型，分别

采取“扶、转、救、保”办法分

类扶持。对地理条件好、有劳动

能力的，就地扶持，重点扶持发

展特色产业 ；对因灾因病因学致

贫的，采取救助的办法，助其走

出困境 ；对丧失劳动能力的，执

行最低生活保障，落实兜底政策。

（六）全社会参与，合力攻坚

凝聚社会力量参与扶贫，

推进党政机关事业单位企业定点

扶贫、京蒙扶贫协作、对口支

援、扶贫日活动等社会扶贫工

作，形成了政府、市场、社会共

同发力，专项扶贫、行业扶贫、

社会扶贫“三位一体”的大扶贫

格局。

三、存在问题

（一）地区性贫困问题突出

兴安盟、乌兰察布市、赤

峰市、通辽市的贫困人口占到全

区贫困人口的 85%，兴安盟以

农业为主，科技含量低，经营粗

放，易受自然灾害影响。乌兰察

布市干旱少雨、草牧场和耕地沙

化退化严重，资源匮乏。通辽市

是全区蒙古族人口最多的地区，

蒙古族贫困人口占全市贫困人口

的一半以上。这些地区生产生活

成本高、地方财政困难等多种问

题以及增收渠道窄等加大了贫困

人口脱贫攻坚的难度。

（二）致贫因素复杂多样

贫 困 户 因 病 致 贫 高 达

41%， 因 资 金 不 足 占 16.74%，

因缺劳动力占 8.32%。文化构成

比较低，掌握新技术、接受新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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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学习知识能力受限，自身发

展能力不足导致文化致贫也是致

贫的重要原因。据统计，不包

括在校生和学龄前儿童的贫困

人口 48.08 万人，其中文盲半文

盲 10.14%、小学文化 52.64%、

初 中 文 化 32.56%、 高 中 文 化

3.04%、大专以上 1.63%。

（三）管理体制机制方面

1. 资金投入不足

扶贫资金投入不足是每一个贫

困旗县遇到的首要问题。国家和自

治区逐年加大扶贫资金投入力度，

改善了贫困地区生产生活条件，加

强了基础设施建设，但是按照现

有年财政扶贫资金的规模，贫困人

口人均扶贫资金仅 1.2 万元，2384

个贫困村平均仅 400 万元。

2. 部门切块比较突出

财政扶贫资金通常被切块

到各行业主管部门，项目难以做

到一体化，资金难以统筹利用，

无疑会降低资金的利用效率。

3. 帮扶贫困人口不精准

扶贫开发的基本对象是贫

困人口，但有些地方这方面的

意识不强，不是选择最贫困嘎

查村，有的选择路边村、好看

村、易脱贫村，对贫困农牧户

没有采取区别对待的政策，个

别地方一些项目没有真正落实

到贫困户。

四、对策措施

（一）强化基本公共服务

自 治 区 党 委 政 府 已 明 确

2020 年脱贫攻坚的目标，稳定

实现农村贫困人口不愁吃、不愁

穿，义务教育、基本医疗和住

房有保障，实现贫困地区农民

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幅度高于

全区平均水平。基本公共服务

主要领域指标接近全区平均水

平，确保现行标准下农村贫困

人口实现脱贫，贫困县全部摘

帽，解决区域性整体贫困。通

过扶持特色产业、乡村旅游、

电商、资产收益、转移就业、

易地搬迁脱贫、教育支持、生

态保护脱贫、健康救助等脱贫

措施实现贫困人口稳定脱贫，

与全国同步实现小康。

( 二 ) 加大投入支持力度

发挥政府投入的主体和主

导作用，发挥金融资金的引导和

协同作用 , 攻克深度贫困堡垒。

落实习总书记太原会议精神，各

级财政加大对深度贫困地区的转

移支付规模。脱贫攻坚资金集中

投于深度贫困地区，各部门惠民

项目向深度贫困地区倾斜，深度

贫困地区涉农资金集中整合用于

脱贫攻坚项目。各个部门与国家

各部委保持沟通，争取国家加大

支持力度。

（三）因地因人施策

重点解决深度贫困地区基

本医疗保障，对因病致贫群众加

大医疗救助、临时救助、慈善救

助等帮扶力度，对无法依靠产业

扶持和就业帮助脱贫的家庭实行

政策性保障兜底。发展贫困人口

能够受益的产业，提高农村中小

型基础设施建设、生态保护项目

贫困人口参与度。

（四）加大社会帮扶力度

直属单位定点帮扶、社会

救助、东西部扶贫协作和对口支

援等，要在资金、项目、人员方

面增加力度。扶贫同扶智、扶志

相结合，注重激发贫困地区和贫

困群众脱贫致富的内在动力和贫

困群众的自我发展能力，教育和

引导贫困群众通过自己的辛勤劳

动脱贫致富。

（五）加大深层次问题研究

坚持问题导向，加大脱贫

攻坚深层次问题研究，如贫困人

口精准问题、低保和社会保障

挂钩问题、贫困人口动态核准

跟踪问题、负面情绪影响问题

等。隐形的负面影响在整体扶

贫攻坚中是老大难问题，改变

懒汉、坐等靠要思想，提高劳

动创造的积极性，提高个人素

质、文化水平、社会道德是长

期艰巨的任务。

（作者系内蒙古自治区发展和

改革委员会副处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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